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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综合开发性防护林体系

建设的探讨

汪 洪 清

离共易羲髻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 会 ,

提 要

本 文初步分析了建设长江流域综合开发性防护林体系的重要意义
、

有利条件 以 及该 防护

林体系的性质
,

提出了建设这一 国土生态工程的 6 项建议
。

生态环境的质量 问题是全球性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
。

目前
,

绝大多数国家已对 此给予了足够

的关注
,
并 已作了不少努力

。

经济建设要同时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观点
,

已逐渐被人们普

遍接受
。

如同建 设一批工农业骨干工程项 目可大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一样
,

建设一

些国家级生态防护工程无疑也会对国家当前和长远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影响
。

长江流域地 跨 18 个省市和 自治区
,

总面积为 1 80 万平方公里
,

占我国总土地面积的 1 8
.

8% ;
总

人 口 约 3
.

5亿
,

占我国总人 口的 32 %
。

流域内资源丰富
,

经济发达
,

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 占 有

十分突出的地位
。

长江流域综合性开发防护林体系是一项重大工程
,

涉及面广
,

特 别是现有植被状况较好
,

因

此
,

论证的难度大
。

这里主要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

一
、

综合开发性防护林体系的提出

在我国 自然生态条件较好的腹地地带建设防护林体系
,

是由流域 内本身特点和在全国的重要

地位决定的
,

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

1
、

流城内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

危容较大
,

建设防护林体系可 以从根本上促进生态环境朝 良住

方向演化
。

流域内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大面积山丘生态普遍恶化
,

特别是水土流失和城镇及

工矿地区环境污染这 两个方面
。

长江流域横跨我 国三大地貌阶梯
,

其中仅 山丘面积就占流域总面

积的 85 %
。

目前
,

长江流域是我国水土流失程度仅次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又一严重地区
,

流失面积

达 56 万平方公里
,

占流域总面积的 3 1
.

1%
,

年侵蚀土壤达 24 亿吨
。

一些地区
,

如四川盆地
、

赣南山地

等
,

流失景观触 目惊 心
,

水土 流失 已成为流域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
。

流域内山丘植被

破坏严重
,

山多林少现象突出
,

如四川
、

湖北
、

湖南
、

江西和浙江 5 省
,

林业用地面积达 5
,

46 4万

公顷
,

占 5 省总土地面积的 43
.

6%
,

但实际有林地面积仅为 2
, 7 42 万公顷

,

只 占林业可用地 面 积



的 5 2
.

2%
,

约 50 % 的 山丘处于荒芜状态
。

这 5 个主要森林省份的森林覆盖率也只有 2 1
.

9%
,

有林

地活立木蓄积量为 6 7
.

1立方米 /公顷
,

低于全国 72
.

5立方米 /公顷的平均水平
;
有林地中主要优势

树种成龄林面积只 占17 %
,

低于全国 22
.

6%的平均水平
。

本流域是我国泥石 流多发地区
,

侵蚀量

和危害程度相 当大
。

此外
,

流域 内面临的泥沙问题 日益严峻
。

近年来
,

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每年有 5

亿多吨泥沙入海
,

不少有识之士惊呼长江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不是毫无根据的
。

洞庭湖曾为我

国第一大淡水湖泊
,

但湖泊面积从原来的 6
,

0 00 平方公里降至当今的 2 , 6 91 平方公里
,

退居第二
。

都

阳湖虽为我国 目前最大淡水湖
,

但泥沙淤积也很突 出
, 1 9 8 5年与 1 9 5 4年相比

,

湖面面积 缩 小 1
,

0 00

平方公里 以上
。

葛洲坝水利枢纽虽系新建工程
,

但泥沙问题已开始有所反映
,

一些地段淤积 日益

严重 ; 泥沙问题对所争议的三峡工程的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流域内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
,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总排放量超过 1 28 亿吨
。

为 全国
.

污水量的 37 % ; 干流沿江 21 个城市排放 污 水

54 亿吨
,

其中工业废水为 43 亿吨
。

80 % 以上的污水未经处理
,

许多污染物质含量严重超标
,

一些

地区重金属等污染已危及当地群众的生命
。

乡镇 企业的发展也给广大农村增加了大量污染源
。

植被

的保水 固土和净化环境的作 )日和功能 已得到普遍公认和证 明
。

因此
,

建设防护林体系
、

大力改善

地表植被状况
,

就成为根治流域内水土流失
、

优化流域环境的根本措施
。

2
、

防护林体系是一项重大的国土生态 建设工程
,

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资源建设工程
。

长江流

域得天独厚
,

在这方面更有作为
。

我国 自然环境及 自然资源虽有许多优势之处
,

但其问题和劣势

也相当突出
。

荒漠面积约 占国土面积的 1 / 4
; 高原和 山土面积约 占国土面积的 2 3/

;
森 林 覆 盖 率

只有 1二%
,

仅为世界 平均数的 1 / 3
;
耕地而积占国土面积 的 1

.

1%
,

只及世界平均数的 1 / 1 0
。

东部

地 区是我国最好的地区
,

但 白然灾害也相当频繁
,

特别是众多的人 口 更加剧了这一问题
。

我国国

土而积只占全球陆地而积的 6
.

4%
,

但人 口却 占世界人 口 近 25 %
。

我国每人平均耕地面积只及 世 界

平均数的 3 0%
,

每人平均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均只及世界平均数的 13 % ;我国河川年径流量虽达

2 了, 0 0。亿立方米
,

但每人平均占有量只为 2
,

70 0立方米
,

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5 %
。

由此 可见
,

我国 人与资源之 间的供需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更加突出
。

自然资源不 仅需要保护和开发
,

也需要建设
,

特别是从我国国情 出发和为子孙后代着想
,

建

设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

迫 切雳要建立一些增加国力的重大资源建设工程
,

有 目的地贮备后备 自然

资源
。

防护林体系既是生态建设工程
,

也是 资源建设工程
。

防护林 本身是一项重要的多种生物资

源
,

特别是森林资源和防护林的建设
,

会大大改善水
、

土和气候条件
,

加强水资源
、

土壤资源和气

候资源的质和量
,

并月
_

一

也可 以同农林牧副渔业等商 沉
:

生产基地 的建设结合起来
,

充分发挥防护林的

最大练 合效益
。

与我国其它地区相 比较
,

长江流域气候条件优越
,

山丘面积广大
,

荒 山荒 丘多
,

极利于多种植被的营造
。

除了把防护林建成森林带外
,

还可 以把 防护林体系建设成我国速生用材

林基地
,

以橘
、

袖
、

橙等为主的亚热带水果生产基地
,

以油茶
、

油桐
、

茶叶等为主的经济林产品

生产基地
,

以麻类
、

烟草
、

甘蔗等为主的经济作物生产基地
,

以水稻为主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

以

山丘野草和农田牧草为基础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

以众多湖泊
、

水库
,

河流
、

塘堰
、

稻田等为基础

的渔业生产基地
,

以流域内多种 自然
、

人文景观为基础的旅游点
、

线
、

面
,
以及与上述基地建设

相配套的交通
、

城镇
、

能源工程等建设和布局
,

支援全国
,

带动 全国
,

形成我国名副其实
,

且 占明

显优势的多种资源地带和后备资源基地
。

也只有这样
,

这一精华地带才能为我国作出最大贡献
。

3
、

建设长江流域综合开发性防护林体系
,

可以同 目前正在进行的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和沿海

防护林体系一起
,

构成我国宏观和完整的基本防护格局
,

在总体上保障我国国土的长治久安
。

目

前
,

我国正在加紧建设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和沿海防护林体系

。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位于我国北





南林区和 南方林区在流域内分布较厂
`
。

该 防护林建设的任务实际上主要是保护好现有林木
,

加强

荒 山绿化
,

调整种类比 例和大力营造开发性植被
,

纯粹的造林任务明显小于其它两大 防 护 林 体

系
。

本流域内造林和治理基础较好
,

国家一直给流域内林业建设
,
特别是速生用材林基地和水土

保 持以较大投 资
,

国家和集体林 区较多
,

特别是国家 已把长江上游地区作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地

区
,

并在近期内将开展 中上游部分地区的防护林建设
。

在开发方面
, 除了用材林基地外

,

流域内

其它商品生产基地也有一定基础
,

有的已在我国国民经济 中占了重要地位
。

效益优势
。

流域内开发治理见效快
。

一般山丘严格封育 3 一 5 年
,

就可明显见效
,

经济作物

当年就可见效
,

经济林果 3 一 5 年也可开始受益
,

并且可 持续受益 8 一 1 0年
,

休木也可在 2州仁内

达到工艺成熟 阶段
。

因此
,

只要合理配置长中短期受益植被
,

防护林除了木身生态效益外
,

可 以长

久地形成经济效益
,

做到 以 山养林
、

以林养林
,

在防护林建设中尽量减轻国家负担
。

从效益方而

看
,

其余两大防护林体系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

经济基础优势
。

流域内人 口众多
,

人 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达 1 9 5人
,

特 另」是流域内现有 经 济华

础雄厚
,

只要采取 合理政策
,

充分调动国家
、

集体和个人的积极 性
,

防护林建设就有保障
。

四
、

建设长江流域综合开发性防护林体系的若干建议

长江流域综合开发性 防护林体系的 目的
,

就是要把长江流域建成生态环境 优美
、

可 更新 资源窗

集的地带
; 同其它防护林体系一样

,

是一项为子孙后代造福和改变国家面貌的巨大工程
。

因此建议
:

1
、

虽然国家 目前经济实力不厚
,

急建项 目很多
,

特别是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和海防林体系正

在建设
,

建设的重点一时不可能放在这一项 日上
。

但国家及有关部门应意识到这一工程的重大意

义
,

并给予足够重视
,

把它列为待建项 目
,

并尽可能提前全面实施
。

2
、

建立一个权威性筹建机构
,

在正式实施前
,

可暂委托长江流域规划办 公室负责
,

抓紧准

备工作
。

3
、

立即着手 防护林建设的论证和规划工作
,

包括立地条件分析
,

现有植被调查
,

林种选择

和布局
,

投 资效益分析 等
,

为国家决策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

4
、

在规划的基础上
,

选择一些代表性行政单元 (如县 ) 和中小流域作实验
,

检 验 规 划 成

果
,

摸索方法
,

为全面实施规划提供经验
。

5
、

加强对 流域内现有建设
、

开发
、

治理等的协调和监督工作
,

使正在进行的 务项经济活动

合理化
,

并尽量与规划一致
。

6
、

流域内一些地区意义重大 (如三峡库 区等 )
,

一些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且生活贫困 (如大别山

区
、

湘西
、

桂西地区等 )
,

一些地区污染问题也很严重 (如洞 庭湖区
、

赣 南钨矿污灌区等 )
,

开发治

理这些带有紧迫性的地区
,

其开发治理方向和 目的比较 明确
,

应提前转入 防护林体系建设 阶段
。

A P P r o a e h t o t h e e o n s t r u e t i o n o f P r o t e e t i n g f o r e s t S y s t e m

o f e o m P r e h e n s iV e d e v e lo P m e n t S i n Y a n g t z e R i v e r B a s i n

W a n g H o n g q i n g

( C o 仇饥 1 5 ` i o n

t h e C h i n e 夕 e A e a d e 饥 y

f
o , I ,` t e 夕r a t e d S u r o e 歹 o

f N a t 。 , a l R e s o u ,
I

c e s ,

o
f S e i e n e e s a 刀 d S l a t e p l a n n 艺n 夕 C O阴跳 1 5 5 1 0 泞 o

f p R C )



第 9卷
18 9 9` !

第 2期
4月

B ul l e七 i。 。 : 50 11

沓护恕奔
C。 nr s ev at i。 nV O !

.

9 No。
2

AP r
. ,
1 9 8 9

浙江西部低丘红壤水土流失地区

建立种养兼沼气的生态良性循环系统

涛 生

(浙江省常山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

提 要

浙江西部低丘 红壤地区
,

自然条件复杂
,

土地资源丰富
,

水热气候条件 良好
,

有利于 农

业 的综 合发展
。

但 由于农业结构不 合理
,

对土地利用缺乏养用结合
,

生态平衡失 调
,

水 土流

失严亚
,

土壤肥力衰退
。

为在该地区实行综合治理和建立种养招 气结合的生态良性循环
,

促

进 农业 生产
,

特建立牧草基地
,

利用牧草养畜禽鱼
,

畜粪搞沼气并肥地的良性循 环系统
,

取

得了 良好的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一
、
月lJ 舌

常 山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

位于浙江西部低丘红壤地区
。

这个地区包括浙江中西部的金 兰衙盆

地
、

东阳盆地
、

墩头盆地
、

浦江盆地
、

江山盆地
、

常山盆地等
,

地处东经 n 8
0

1 5 `

一 12 0
“
4 7 ` ,

北纬

2 8
0

15 `

一 2 9
0

4 1 `
之间

,

总面积约 1 5 ,

09 1平方公里
,

占全省面积的 1 4
.

8 %
。

这是我国南方
一

著名的红色

盆地 之一
,

属浙江 山间盆地中最大的一个
。

这里
,

自然条件复杂
,

土地资源丰富
,

水热 和
`毛候 条

件 极 有 利 于农业综合发展
。

这个地区的主要特点是
:
地形开阔

,

坡度 较 小 (5
“

一 1 0
“

)
,

大 面

积连片分布较 多
; 土 层 深 厚

,

一 般 1 一 3 米
,

土质较粘
,

粘粒占 30 一 40 %
,

粉沙 占50 %左 右
,

沙粒 15 % 以 内
; 强 酸 性

,

其潜 性酸量每百克土含 6一 9 毫克当量
,

占交换性阳离子的 85 一 95 %

甚至更多
;
有 机 质 极 少

,

小 于 1 % , 吸 附 阳 离 子 养料能力低的地区交换量小于 10 毫克当量
,

为 同质地的非富铝化土 的50 %以下 , 氮 磷 钾 含 量 很 低
,

对磷酸固定作用强
,

有效和潜在养料都

很贫 乏
。

许多地区 由于农业结构不 合理
,

没有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经济
,

对土地利用 缺 乏 养 用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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